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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以下优点：(1)复合真皮基质克服 了细胞与基 

质黏附性较差这一问题，表皮细胞培养成功率大大 

提 高。在 PADM 上 直 接 种 植 表 皮 细 胞，细 胞 与 

PADM黏附不够紧密，这可能与 PADM制作过程 中 

破坏了部分细胞外基质成分(表皮细胞与基质之间 

的锚着点 ，如Ⅳ型胶原 、硫酸软骨素及纤维连接蛋 白 

等)有关 ，另外也与缺乏 Fb对表皮细胞的诱导分 

化作用有关。(2)从功能角度考虑，胶原凝 胶除 了 

为细胞生长提供空间结构以外 ，也对细胞 的生长 、分 

化和迁移起重要调控作用 ，它可以结合细胞因子 ，调 

节其浓度和活性。胶原本身结构上又有生长因子的 

同源序列和黏附分子的结合位点，在细胞 间信号转 

导中发挥重要作用 。(3)单纯采用 I型牛胶原作 

为 Fb载体构建活性基质的过程中，胶原凝胶容易发 

生收缩，我们选择浓度比较高的胶原凝胶 ，使其和下 

方的 PADM紧贴在一起 ，从而防止其收缩。(4)Fb 

分泌的多种生长因子和细胞外基质可调节体外培养 

的表皮细胞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促进细胞增殖 、迁移 

及成熟，在调节表皮细胞形态、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及 

基底膜形成方面起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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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烧伤病理学》——值得关注的学术专著 

杨 宗城 

临床医学的发展必 须根植 于基础 医学 我 国烧 伤医学 

始 于 20世纪 50年代 ，创建之初 ，便有 诸多 基础 医学 的专家 

参与其中，历经半个多世纪 的努力 ，已取 得举 世瞩 目的成就 ， 

在烧伤基础研究 领域也取 得不少 丰硕成果 。第 三军 医大学 

病理学教研室等单 位的病理 专家长期 致力 于烧 伤病 理学工 

作，不但全面、详尽地观察烧伤后机体病理形态学变化，而且 

开展实验病理研究 ，探讨烧 伤发病 机制 ，获得许 多创新 性成 

果 ，使我 国烧伤病理的学 术水平跻身世 界先进行列。该单位 

陈意生教授等于 l993年 主编 出版《烧 伤病理 学》，全 面介绍 

了我围烧 伤病理 的成就。 

20世纪 90年代后 ，我 国烧伤病理又取得长足进展 ，特别 

存病理分子生物学领域 ，取得更快的发展 。为此 ，陈意生 、史 

景泉 、程天民 、郭乔楠教授 又编 写了这本《现代烧 伤病理学》 

(北京 ：化学工业 出版社 ，2008．)，全书共 30章 ，洋洋百 万言 ， 

堪称巨著。内容既涵括烧伤病理 的基本内容 ，又展示了若干 

探索性创新 成果 ，除重 点介 绍热 力烧伤外 ，还对 特殊 原因烧 

作者单位：400038 重庆，第 二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 究 

所，创伤 、烧伤与复合伤 国家重点实验室 

· 书 -i．3z· 

伤(吸人性损伤 、核爆炸伤 、电烧伤 、化学烧伤 )、烧伤感染 、烧 

伤免疫 、烧伤代谢 等作 了详 细阐述 ，并且探 讨了烧 伤并发脏 

器损 害的发病机制 、创面愈合机制等 。 

《现代烧伤病理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300多幅精美 

照片或线条图基本是我国自己的资料，实属难能可贵，令人 

获益匪浅。该书 阐述 清晰 ，科 学严谨 ，是一 本不可 多得的学 

术专著 。不但能从中获得基本 的烧伤病理信 息，能为临床工 

作者提供不少诊疗原则与措施的形成依据，而且能为临床研 

究提供新 的思路 。此书不但有益于病理工作 者 ，更是烧伤 医 

学工作者需要阅读的参考 书，从中定能得到启迪。此书的 出 

版，将有助于推动我 国烧伤 医学 的发 展 ，也 会提高我 国烧伤 

学科 的学术水平 。 

我认为《现代烧伤病理学》是一本值得关注的学术著作 ， 

特此向同道们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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